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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
韩　叙　杨　辉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关体系逐步区域完善，但是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在全球化

发展趋势下脱离原本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巨大的传承危机。其中，屈子文化的承载者汨罗龙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内容，面临着重要的传承问题。对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路径的研究，

对其本身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故而，本文首先进行汨罗传统龙舟竞渡的渊源探析，而后从非遗

视角出发探讨汨罗龙舟的传承矛盾与突破之路，以期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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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汨罗传统龙舟竞渡的渊源探析

汨罗龙舟竞渡源远流长，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严格制作过程，

独特而古朴的龙头凤尾造型，神圣、虔诚的祭屈朝庙仪式，以及

地方特色浓郁的计胜方法、竞渡方式、观赛习俗，向人们展示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一群众基础深厚的传统文化形式历史渊

源悠久，不仅活跃于大众的现实生活，而且被记载于多部古籍当

中。比如，南朝梁吴均（469--520 年）编写的《续齐谐记》中记

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

竹简贮米，投水祭之。”南北朝梁朝宗懔（约 501--565 年）编写

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是日竞渡”，并注释“按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之后唐贞观

年间（627--649 年）修订的《隋书 . 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

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

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从相关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出，汨罗传统龙舟竞渡为纪念屈原而开

展，其中汨罗江传统的龙舟竞渡活动形成于初唐，汨罗端午竞渡

习俗形成于南北朝初年。在之后的发展中，汨罗传统龙舟竞渡活

动内容逐渐丰富、演变，形成了当下人们所看到的民俗文化活动

形式，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传承困境

（一）文化认同感降低，文化自信根基缺失

文化认同属于精神产物，形成于群体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之

中，体现了群体对事物的共同认可，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是

凝聚群体力量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全球化发展加速，逐渐进行了

多元文化格局，外来文化与人们原有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对人们

的原有文化认同感产生了一定冲击。这种情况下，非遗文化作为

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遭遇了传承危机，汨罗龙舟也不例外。比

如，受到西方审美、文化体系、评价方式的影响，部分人开始忽

略本土文化原始色彩及其承载的民族精神，导致“抢红”“偷木”

等部分龙舟习俗被摒弃，开幕式成为龙舟比赛的重点环节。这种

轻内容、重形式的倾向之下，汨罗龙舟中富于民族特色、地域特

点的娱乐环节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遇。龙舟文化形成于当地发展

过程，具有特定的文化符号，是情感联系的纽带，集体记忆的外

化显现，以及表达对英雄、神灵尊敬、敬畏之心的媒介。故而，

当龙舟文化活动形式与内容随着社会环境更迭逐渐失去原始色彩，

承载的文化元素逐渐被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所替

代时，汨罗龙舟传承所需的原始生态文化环境将会遭到破坏，人

们对龙舟文化的认同感也随之降低。龙舟文化逐渐降低，导致人

们对相关文化活动的归属感、自豪感下降，其文化自信根基自然

会产生缺失。连锁反应之下，汨罗龙舟受众范围缩小，逐渐陷入

生存、传承困境。

（二）传承主体范围缩小，传承渠道窄化

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之处主

要体现在传承人的存在上。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

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充当着非遗

物质载体与技术的特殊媒体，对相关传承工作的开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影响。近年来，传承主体范围缩小，导致传承渠道窄化，龙

舟文化活动传承发展一度陷入困境，比如长辈限制、经济发展影

响导致年轻一代传承者逐步减少。随着经济腾飞，人们的生活节

奏逐渐加快，生活方式逐渐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大多数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生活，谋求更大的发展，缺少

学习龙舟制作的特色技术、工艺的契机和平台。而且，现代体育

浪潮不断冲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很多年轻人对于传统运动态

度产生变化，逐渐失去了龙舟竞渡兴趣。这种情况下，汨罗龙舟

非遗传承群众基础逐渐薄弱，面临着传承人高龄、辞世，龙舟制作、

竞赛活动难以为继的局面。而且，龙舟作为一项水上运动，危险

性较高，父母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希望孩子参与龙舟运动。在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古老龙舟祭祀仪式、传统龙舟制造工艺的传

承人逐渐减少，部分文化形式甚至陷入失传境地。

（三）民俗元素减少，民众参与感降低

随着人们观念发生变化，龙舟运动的祭祀性、仪式性特征减

弱，逐渐倾向于竞技、娱乐，失去了原有的民间色彩。当前，民

间龙舟赛事已经很少出现，相关活动基本已被官方政府限制在特

定节日。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保全了龙舟竞渡的优势，提

升了龙舟赛效益，扩大了龙舟文化影响力，同时也将汨罗相关民

俗元素排除到节日舞台之外。比如，在传统龙舟竞渡活动中龙舟

代表性极强，一些家族、村落会自发建立各自的龙舟亭，制作属

于自己的祭祀的礼器——龙舟。在传统的龙舟文化中，每条龙舟

代表着不同村落、家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随着龙舟活动的现

代化发展，民俗元素减少，甚至逐渐消失，龙舟成为竞赛工具，

失去原有的象征意义与身份属性。此外，在比赛形式上，现代龙

舟赛相比于传统龙舟赛也有较大区别。比如，传统龙舟赛注重龙

舟的装饰美感，强调桡子所划弧度一致、动作整齐，但现代龙舟

赛更为重视“速度”，悄然变成一种只追求速度的体育游戏。龙

舟活动受到西方体育文化全面修剪之后，民俗元素减少，难以引

起群众的感情投入，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导致民众参与感降低，

逐步失去参与兴趣。一定意义上来说，龙舟竞渡从民俗运动纯粹

体育竞赛的演变过程，也是龙舟竞渡逐渐失去民俗元素与民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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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过程。基于非遗视角推进汨罗龙舟传承的过程中，要警惕民

俗元素被“速度”所取代，避免基层民众参与感降低的问题。

三、非遗视角下汨罗龙舟传承突破之路

（一）推进系统性保护，强化文化认同

通常来说，非遗系统性保护注重完整性，是通过发挥各方合

力，保存生存环境和事物保存完好。在基于非遗视角推进汨罗龙

舟传承过程中，要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系统性保护工作。系统性保

护对传承汨罗龙舟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学校、地方政府、

社会组织、个人等各方参与可以在尊重汨罗龙舟文化、地方历史

文化的前提下，让人们看到它最初的样子，了解汨罗传统龙舟竞

渡所包含的民俗元素。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

感，促使人们形成传统体育文化自觉，继而实现汨罗龙舟传承方

面的突破。这就要求建立规范的传承基地、传承人保护机制，为

民众了解、参与汨罗龙舟，形成自我文化自信提供必要土壤。其中，

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与根基，对汨罗龙舟传统

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与传播具有关键性支撑作用。相关部门要尤

其重视汨罗龙舟传承人的培养，不断地在岳阳市平江县、汨罗江

沿岸村庄挖掘、寻找、统计汨罗龙舟文化的传承人，从中挑选出

管理能力强、技艺高超者组建成一支专业、年龄结构合理的人才

队伍。通过该人才队伍对汨罗龙舟文化的再现与传承，能够实现

对汨罗龙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提升汨罗城镇居民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度，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二）拓展传承主体，龙舟文化进校园

在推进汨罗龙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传承主体拓展是关键。

而且，汨罗龙舟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具备进入校园的条件，是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为

了改善年轻一代传承者逐步减少，要积极推进汨罗龙舟文化进校

园，拓宽其传承渠道。将汨罗龙舟文化引入校园，不仅能够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而且可以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学校可以组织龙舟制作、龙舟竞渡

等实践活动，并邀请传承人作为技术指导和传统文化教师，从而

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了解龙舟文化的历史渊源、技艺传承方式和

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开设关于汨罗龙舟民俗文化的兴

趣班、开发汨罗龙舟主题的传统文化课程，对具有汨罗龙舟兴趣

的人才进行聚拢，对年轻学生进行文化熏陶。通过这些方式加快

汨罗龙舟文化的校内传播，让汨罗龙舟文化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

发芽，是对其受众群体的有效拓展。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除了学校之外，政府、企业和社会

组织也应给予重视和支持，与学校相互合作，形成宣传、组织汨

罗龙舟文化活动的合力。

（三）强化龙舟特色，增强民众参与体验

汨罗龙舟特色形成于当地历史的长期发展之中，与当地民众

之间具有情感连接。对龙舟特色进行强化，可以增强民众参与体

验，提升他们对汨罗龙舟文化的认同度，激发他们对汨罗龙舟文

化的保护意识。故而，推动汨罗龙舟文化传承的进程中，不能摒

弃这些特色习俗，而应将其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

承。汨罗龙舟文化所包含的一些特色习俗，如同文化之树的枝叶，

为整棵文化之树增添着勃勃生机。组织汨罗龙舟文化活动的相关

主体，要保留独特的船身装饰、激昂的鼓声、整齐的划桨节奏，

以及那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仪式，通过这些民俗元素让汨罗龙舟在

民众心中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些特色习俗的保留，可以彰显

汨罗龙舟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民众对龙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政府也应响应全民健身政策，放开相关政策规定，提升民

众积极性与参与度，促进汨罗龙舟文化的大面积分散性传播。比如，

通过龙舟制作大赛、龙舟文化讲座等，让更多的人了解龙舟文化，

参与到龙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四）利用现代化技术，促进创新传承

在新媒体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传播

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革，汨罗龙舟文化传承既要保留特色习俗，

也要重视新传播方式的应用，实现创新传承。也就是说，进行汨

罗龙舟文化传承工作的时候，要加强数字媒体等现代化技术的应

用，使其传播渠道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提升相关非遗文化的传

播效率。当前，汨罗市已经成立了汨罗市文化旅游电广局、汨罗

市龙舟协会等机构，有能力落实拓宽汨罗龙舟文化传播渠道的相

关计划。这些机构可以发挥导向作用，引领相关参与主体以屈原

爱国故事背景进行线上非遗文化传播。比如，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对龙舟比赛活动、当地风土人情、屈原爱国故事进行线上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汨罗龙舟文化内涵、爱上汨罗龙舟文化。此外，

相关机构还可以引领相关参与主体深入挖掘汨罗龙舟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将其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文

化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成为汨罗市

的文化名片，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汨罗龙舟文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保护与传承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政府、学校、社会乃至

学术界，将其作为共同事业来对待，从而形成汨罗龙舟文化传承

与保护的合力。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份事业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关参与主体要重视民族特色的保留，传播

方式的与时俱进，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汨罗龙舟文化。

同时，汨罗龙舟文化传承也是涉及基层传承者的，及其耗费时间

与精力的长期工程，需要多方推进，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进

传承人培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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